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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基本信息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中国”或“本行”)是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汇丰银行”或“母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外商独资银行，其总

部注册在上海市。 

 

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汇丰中国共有 143 个网点，其中包括 36 间分行和 107 间支行。

分行分别设于北京、长春、长沙、成都、重庆、大连、东莞、佛山、福州、广州、哈尔

滨、海口、杭州、合肥、济南、昆明、南昌、南京、南宁、南通、宁波、青岛、上海、

沈阳、深圳、苏州、太原、唐山、天津、武汉、无锡、厦门、西安、扬州和郑州；支行

分别设于北京、常熟、潮州、成都、重庆、大连、佛山、广州、杭州、河源、惠州、江

门、江阴、揭阳、昆山、茂名、梅州、南京、宁波、青岛、清远、上海、汕头、汕尾、

韶关、沈阳、深圳、苏州、太仓、天津、武汉、无锡、厦门、西安、阳江、宜兴、云浮、

湛江、张家港、肇庆、中山和珠海。 

 

汇丰中国各分支机构根据法律法规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

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监管机关的要求，向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本地

的客户提供各类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商业及企业银行等相关之金融服务。 

 

1.2 披露依据 

 

原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银监会”)于 2012 年 6 月发布《商业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管理办法》”)。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第九章“信息

披露”及其“附件 15 信息披露内容和要求”，本行编制了 2022 年资本充足率披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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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汇丰中国于 2007 年 3 月 29 日成立并于 2007 年 4 月 2 日正式开业，总行设于上海，是

汇丰银行全资拥有的外商独资银行，其前身是汇丰银行的原中国内地分支机构。汇丰银

行集团内资本转移须经相关监管机构、母行及当地董事会的审批并接受其监督。汇丰中

国的资本充足率计算以法人银行为单元，包括汇丰中国总行及各分支机构。汇丰中国目

前尚无需要纳入并表的资本投资项目，财务报表与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均为汇丰中国法

人口径数据。 

 

根据汇丰中国目前的资产及资本构成状况，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如下： 

 

2.1 资本的构成状况 

 

汇丰中国总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和二级资本，其中：核心一

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及其他；核心

一级资本扣除项为无形资产扣减与之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的净额、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

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及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

现损益；二级资本为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汇丰银行为汇丰中国的唯一股东，汇丰中国并无少数股东资本，未发行优先股或其他资

本工具，同时汇丰中国亦无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份，所以少数股东资本可

计入部分、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和其对应的资本扣除项，均不适用于

汇丰中国。 

 

2.2 风险加权资产构成状况 

 

汇丰中国风险加权资产包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及操作风险加权资

产。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与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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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本数量及资本充足率 

 

3.1 资本数量、构成及各级资本充足率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汇丰中国各监管资本项目与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对应

关系如下表所示： 

监管资本项目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实收资本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扣减与之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

的净额 

无形资产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其他依赖于银

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汇丰中国各级资本数量、构成、各级资本充足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余额 

核心一级资本  5,817,113  

实收资本  1,540,000  

资本公积  198,681  

盈余公积  482,471  

一般风险准备  661,541  

未分配利润  2,994,270  

其他综合收益 (59,850)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10,377)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扣减与之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的

净额 

(2,116)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8,261)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金额 - 

其他一级资本 - 

其他一级资本 - 

二级资本 329,938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32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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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余额 

资本净额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5,806,736  

一级资本净额  5,806,736  

总资本净额  6,136,674  

风险加权资产 36,832,579 

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100%) 15.77% 

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100%) 15.77% 

资本充足率%(总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100%) 16.66%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95,80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26,968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380,839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410,094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329,938 

国内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资本充足率% 8% 

储备资本要求 风险加权资产的 2.5%，由核

心一级资本来满足。 

逆周期资本要求 0% 

附加资本要求 不适用 

 

2022 年本行实收资本没有变化，无分立及合并事项，亦无重大资本投资行为。经汇丰中

国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及股东汇丰银行于 2022 年 5 月 4 日批准，汇丰中国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向汇丰银行派发人民币 19.3 亿元等值美元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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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风险加权资产和风险暴露 

 

汇丰中国采用相对审慎和稳健的方法进行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即：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计量采用权重法，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标准法，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基本

指标法。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各类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33,137,453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1,249,628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2,445,498 

合计 36,832,579 

 

2022 年度，本行风险资本计量方法及计量体系无变更。 

 

(1) 信用风险暴露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汇丰中国权重法计量的信用风险暴露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暴露 未缓释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表内信用风险(风险权重*)  54,009,350   51,223,359   26,129,380  

现金类资产(0%)  4,284,954   4,284,954   -    

对中央政府和央行的债权(0%)  11,355,458   11,355,458   -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20%)  1,136,505   1,136,505   227,301  

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0%/20%/25%/100%) 

 7,773,927   6,418,626   3,048,994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构的债权

(0%/25%/50%/100%) 

 1,606,481   1,606,481   497,561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100%)  19,510,437   18,096,178   18,414,435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75%)  60,392   43,990   36,476  

对个人的债权(50%/75%)  5,182,889   5,182,860   2,648,409  

股权投资(400%)  590   590   2,358  

其他(0%/20%/100%/250%)  1,975,193   1,975,193   755,765  

证券、商品、外汇交易清算过程中形成的

风险暴露(0%) 

 282,169   282,169   72  

资产证券化表内项目(20%)  840,355   840,355   168,071  

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不适用 不适用  329,938  

表外信用风险(考虑信用转换系数后)  6,096,494   5,124,462   5,008,916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5,780,058   3,645,475   1,999,157  

合计  65,885,902   59,993,296   33,137,453  

*风险权重按照《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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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告期内汇丰中国信用风险暴露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剩余期限分布、不良贷款
总额、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及报告期变动情况，逾期及不良贷款的定义、贷款损失准备的
计提方法等信息请参见本行 2022 年度报告。 

 

信用风险缓释 

 
本行根据客户的还款能力，而非主要依赖风险缓释给予授信。因此在衡量客户的财务状
况以及产品类别后，本行可能在无担保的情况下也提供授信。信贷风险缓释是有效风险
管理的重要方面，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 
 
基于商业决定的审慎性和资本运用的有效性，本行的一贯政策是鼓励使用信用风险缓释
工具。具体的风险缓释管理政策和流程对风险缓释的接受标准、结构、条款、估值和维
护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管理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过程主要有调查与评估(包括保证人
资信评价)，审核相应文件、条款及手续，价值重估按规定频率进行，定期检查相关文件
等。 
 
本行使用权重法计算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并根据《资本管理办法》关于合格信用风险缓
释工具的相关规定确认合格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及其缓释作用。就衍生工具交易对手违
约风险资产计量而言，对于本行内部认定为符合净额结算要求的交易对手方，采用净额
结算标准计算违约风险暴露。权重法下，合格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主要包括银行保证、现
金类资产。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针对表内表外信用风险暴露，本行采取合格抵质押品缓释，
抵质押品规模及缓释的风险暴露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暴露 
合格缓释工具种类 

(合格的质物、保证) 

缓释规模 

(考虑信用转换

系数后) 

缓释比例 

%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  2,785,989 5.16% 

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我国中央政府 601,818 7.74% 

我国政策性银行  473,527  6.09% 

我国公共部门实体  141,964  1.83% 

我国商业银行  137,991  1.78%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现金类资产  113,412  0.58% 

我国政策性银行  54,060  0.28% 

我国商业银行  1,001,033  5.13% 

评级 AA-及以上国家和地区注册的

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206,620  1.06% 

评级 AA-以下，A-(含 A-)以上国家

和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

实体 

 32,686  0.17% 

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6,448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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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暴露 
合格缓释工具种类 

(合格的质物、保证) 

缓释规模 

(考虑信用转换

系数后) 

缓释比例 

%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

的债权 

现金类资产  4,347  7.20% 

我国商业银行  2,175  3.60% 

评级 AA-及以上国家和地区注册的

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8,001  13.25% 

评级 AA-以下，A-(含 A-)以上国家

和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

实体 

 1,878  3.11% 

对个人的债权 现金类资产  29  0.00% 

表外信用风险暴露 
现金类资产/我国商业银行/其他国

家和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 

 972,032  15.94% 

 

(2) 市场风险暴露 

 

汇丰中国采用标准法进行市场风险的计量。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其所覆盖的本行风

险暴露包括利率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期权风险及交易账户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的特定风险。 

 

在市场风险标准法计量下，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市场风险暴露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市场风险 – 利率风险 1,153,891 92,310 

市场风险 – 外汇风险 72,762 5,821 

市场风险 – 商品风险 106 9 

市场风险 – 期权风险 1,746 140 

市场风险 – 交易账户资产证券

化风险暴露的特定风险   
21,123 1,690 

总体市场风险暴露 1,249,628 9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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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风险暴露 

 

汇丰中国采用基本指标法计算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即最近三年总收入平均数的 15%。截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及风险加权资产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操作风险 2,445,498 195,640 

 

 

(4)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行以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投资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承销团

成员或财务顾问等方式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 

 

本行作为投资机构参与投资证券化产品，为发起机构提供融资，并给本行带来一定的收

益。在风险管理方面，汇丰中国已制定完善的投前审批和投后风控流程，妥善管理和跟

踪投资证券化业务的相关风险。作为银行间市场项目第三方(如：联席主承销商、承销团

成员、财务顾问)参与交易，协调交易顺利执行、帮助交易进行结构设计、开展投资者推

介等工作。 

 

本行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采用标准法计量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资本要求。

其中，风险权重按照本行认定的合格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以及《资本管理办法》规

定的信用评级与风险权重对应表确定。本行目前投资的所有证券化产品中，除获得合格

的国内评级机构的评级外，部分交易也同时获得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投资

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之中至少一家的评级。 

 

关于会计政策请参见本行发布的 2022 年度报告。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行银行账户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如下

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风险权重) 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20%) 840,355 168,071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行交易账户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如下

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风险权重) 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20%) 105,615 21,123 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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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被定义为在交易(通常为衍生品交易)完成交割前，交易对手可能发生

违约的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被纳入其整体信用限额进行统一管理。风险管理部门通过授予交

易方信用额度来监控衍生品交易中产生的交易对手违约风险。限额的设定取决于对该交

易对手的整体风险偏好以及衍生交易产品的类型。 

 

抵押品 

本行的一贯政策是鼓励使用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抵押、质押品的管理或保证金的建立按

照相应信用审核条件以及内部流程(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的交易主协议类型、可接受的抵

质押品、抵质押品管理操作流程等)执行。本行根据《资本管理办法》关于合格信用风险

缓释工具的相关规定确认合格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及其缓释作用。 

 

信用评级降级 

倘若交易主协议或信用支持附件(Credit Support Annex)中包含信用降级触发条款，交易

中一方的信用评级被下调至某一具体级别以下可能触发该条款。触发该条款的降级交易

方或被要求提供更多的抵押品或者未受影响的一方可以要求提前终止合约。  

 

错向风险 

错向风险是发生在交易对手的风险暴露与其信用资质反向相关时的一种风险。此类风险

可以被分为两类： 

 

• 一般错向风险发生于当对手违约概率与一般市场风险因子存在正向相关性。比如，

位于高风险国家的交易对手出售非本国货币以买入本国货币。 

• 特定错向风险发生于当对手违约概率与交易的结构和特性存在正向相关性(self-

referencing)。在一些交易中，风险暴露取决于交易对手自身发行的资本工具或者融

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倘若交易对手的资本工具或者融资工具的价格下行，针对

交易对手的风险暴露将大幅增加。 

 

本行对一般错向风险和特定错向风险均设立相应的限额以进行管理。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及风险加权资产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权重法下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对手

信用风险 

 2,916,293   1,697,010  

证券融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权重

法) 

 2,171,254   269,930  

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信用

风险 

 692,511   32,217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合计  5,780,058   1,99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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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银行账户股权风险暴露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行银行账户股权风险暴露及风险加权资产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对工商企业的其他股权投资 590 2,358 

 

本行在 2021 年通过债转股取得一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并计划在 2023 年内予以出售。 

 

(7)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暴露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对银行账簿头寸产生影响的市场利率变动而对盈利或资本

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该风险源于非交易资产及负债重新定价的时间错配，或者是具有

不同重定价特征的不同金融工具所赚取和支付的利率变动之间的非完全相关；以及来自

期权衍生工具或银行账簿表内外业务存在嵌入式期权条款或隐含选择权，即银行或客户

可以更改其现金流的水平和时间。本行旨在通过管理该项风险，尽量减低未来利率变动

可能导致未来利息收入下降或者净值减少的影响，并同时设法平衡对冲成本对当前收入

的影响。管理该项风险的关键在于监测不同利率情景下预计净利息收益和预期净现金流

的净现值的敏感性。 

 

对于可以经济对冲的由非交易用途资产及负债产生的结构性利率风险将根据其重新定

价及期限特征转移至市场财资部进行管理。对冲通常是利用利率衍生品或固定利率政府

债券。对于无明确到期日或重定价特征的资产和负债，通过分析客户行为特点并合理考

虑客户行为假设来评估利率风险状况。市场财资部负责在获批准的限额内管理转移给它

的银行账户利率头寸。本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及审核其整体结构性利率风险

状况。利率客户行为分析假设政策须根据集团相关政策而制订，并由本行资产负债管理

委员批准。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的主要部分是监测在所有其他经济变量保持不变的不同利率情

景下预期净利息收入的敏感性和于其经济价值的敏感性。净利息收入的敏感度反映银行

因市场利率变化而导致的收益敏感度。预计的净利息收入的敏感度数字表示在资产负债

规模和结构不变的情形下，模拟收益率曲线变动的影响。这些敏感度计算未包括市场财

资部或产生该风险的业务部门为减少利率变动影响而采取的行动。经济价值表示在自然

到期假设下，可分配给权益提供者的未来银行账簿现金流的净现值。经济价值变动代表

基于规定的利率冲击情景而导致的经济价值预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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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根据银保监会规定的利率冲击情景及假设1 ，本行未来 12 个

月内银行账簿净利息收益变动的最差情形如下： 
  

人民币万元* 美元万元* 

存款不变、其他科目利率平行下移 250 个

基点净利息收入变化 

(435,333) (135,210)   

*按本行主要币种列示 

 
1 参照银行账簿利率风险计量报表(标准化计量框架简化版)填报说明 

 

3.3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汇丰中国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是从风险偏好、风险状况和监管最低要求三方面对资

本充足程度进行的评价和评估。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是在前瞻性的基础上，反映汇丰

中国资本管理的方法，以确保汇丰中国的资本水平满足以下要求： 

 

• 满足银保监会所提出的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 保持充足的资本来支持汇丰中国的风险偏好和业务战略； 

• 保持充足的资本来支持应对潜在的或预见的风险状况；和 

• 在正常的或不利的业务以及经济环境下，保持充足的资本来维持业务增长。 

 

汇丰中国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每年评估一次，评估结果提交董事会批准。每年经董

事会批准后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报告报送给银保监会。 

 

本行的年度资本规划由董事会审核通过并报股东批准。本行的资本规划是基于当前和未

来的业务需求、未来的发展变化、以及银行的总体和各类风险状况(包括可能面临的挑战)

制定的，并描述本行用以持续维持审慎、适当的资本水平的策略。资本规划(含利润分配

方案)过程中，充分评估了资本的充足性，确保能够有效抵御本行所承担的总体风险和特

定风险。 

 

本行管理层根据银保监会规定的方法对资本充足率以及监管资本的运用做定期的监控。

同时，本行通过密切监控资本比率，识别资本充足情况受到潜在威胁的迹象， 当出现

困难情形时，本行将采取事先制定的必要措施使银行的资本恢复到适当的水平，同时尽

量减少对业务的不利影响。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 12 

 

4. 风险管理  

 

4.1 风险治理架构及职责 

 

本行董事会积极承担监控本行风险防控有效性的最终责任。董事会下设多个专门委员会，

其中风险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获董事会授权负责就影响本行及其子公司(如有)的风

险、文化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事宜进行监督，包括风险治理和内部控制系统(不包括与

财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董事会亦下设管理委员会并授权其负责处理银行的管理、经

营和日常运营方面的事宜。 

 

管理委员会通过定期召开风险管理会议讨论有关风险管理的相关议题，行使监督管理本

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系统化地审查全行风险的职责。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向管理委员

会汇报并负责银行日常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包括对流动性的监督和管控。 

 

本行董事会任命首席风险控制官，领导风险管理部，牵头负责本行的全面风险管理。首

席风险控制官与其他高级管理层根据董事会授权，负责持续监控本行所有职能部门的风

险管理情况。各业务和职能部门通过定期召开的风险管理会议向首席风险控制官提供管

理信息以支持其管理决策。 

 

在日常的风险管理工作中，高级管理人员对决策负有个体责任。所有员工均作为“三道

防线”的一部分，负责识别及管理其职责范围内的风险。 

 

• 第一道防线对风险及控制措施负有最终责任，包括对已识别的问题、事件、临近损

失以及实现公平的行为结果进行交叉审查。 

 

• 第二道防线审查并对第一道防线的工作提出质疑，以帮助确保风险管理的决策和行

动是合适的、在风险偏好内的并支持行为结果的实施。 

 

• 内部审计部门作为第三道防线向管理层、风险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和审计委员

会就风险管理、治理和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提供独立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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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用风险管理 

 

概况 

信用风险是因客户或交易对手未能或不愿意履行合约责任而产生的财务亏损风险。信用

风险主要源自贷款、贸易融资以及担保、衍生工具等其他产品。 

 

信用风险管理职能部门的主要目标： 

• 在全行保持坚定的、负责任的信贷文化和稳健的信用风险管理政策及监控架构； 

• 与业务部门保持合作，在界定、执行和持续评估实际和压力情景条件下信贷风险偏

好的过程中向业务部门提出问题；并确保信用风险、相关成本和风险缓释措施得到

独立和专业的审核。  

 

治理与组织架构 

对公信贷风险管理部和零售风险管理部独立地负责信贷风险的管理。对公信贷风险管理

部作为对公业务方面信用风险管理的专业部门，负责对公信用风险的管理和监控，包括

政策制定、信贷审批、不良贷款管理以及作为二道防线对信用风险管理进行监控。零售

风险管理部负责所有零售信贷产品的信贷风险管理，包括住房按揭贷款、信用卡、无抵

押贷款、零售小企业信贷的风险偏好设定，信贷审批政策及贷后管理策略的制订。 

 

关键风险管理流程 

本行制定了标准、政策及程序，用以专门监控来自所有信贷业务的风险。本行主要的信

贷风险管理程序及政策遵循本地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以及汇丰集团及汇丰银行的政策

而制定，以实现： 

• 就信贷风险偏好制定信贷指引，并遵照执行。 

• 制定有效的信贷批核、账户管理和欠款催收策略，并进行管理。 

• 监测信贷资产情况并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必要时对相关风险管理策略进行调整。 

• 监察信用风险相关的操作，以保障信贷政策的准确执行。 

• 监测信贷资产质量、管理不良信贷资产并计提信贷减值准备。 

• 通过实施相关的跨境风险限额和批准程序，以控制跨境风险暴露，从而管理国别和

跨境风险。 

• 制定并贯彻执行本行的大额信贷政策。此政策就本行对单一客户和关联客户的风险

暴露，以及其他风险集中度设定上限。 

• 控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本行对金融机构及政府机构交易对手设定信

用及结算风险限额，旨在优化信贷资源的使用，避免风险过度集中。 

• 为管理债权证券的风险暴露，本行就以交易为目的而持有的证券的流动性设定监控

程序，并就金融投资设定发行人额度。本行为资产支持证券及类似工具制订单独的

组合限额。 

• 制定并贯彻执行本行的绿色信贷政策。此政策通过建立本行的绿色信贷管理机制和

流程等措施，对于本行执行绿色信贷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 在零售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广泛使用数据分析和风险模型以达到风险收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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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市场风险管理 

 

概况 

市场风险指市场因素如汇率、利率、信用利差、股票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等的变动导致本

行收益或资产价值减少之风险。市场风险分为交易用途组合和非交易用途组合两类。 

 

市场风险管理的目标在于管理及控制市场风险，以取得最理想的风险回报，同时确保本

行市场风险状况与风险偏好相符。 

 

治理与组织架构 

本行确保市场风险的管理按照最高标准执行，同时也符合当地各项法律法规、监管机构

的各项要求以及集团的规定。 

 

按照监管要求以及汇丰集团内部管理政策，本行建立了审慎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并制定

市场风险管理制度。本行市场风险管理制度至少每年进行一次评估, 如有重大变化，须

提交董事会审核批准。 

 

本行有独立的市场风险管理及监控部门，负责计量市场风险，并按规定的限额每日监测

及汇报这些风险。每个业务条线须评估其业务中市场风险，并将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及

证券服务部以便进行管理，或者并入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监督的独立账目内加以管理。 

 

关键风险管理流程 

市场风险的计量，监测与风险管理： 

• 以风险价值计量，用以衡量于指定期间和既定置信区间下，市场的变动引致风险持

仓产生的潜在亏损； 

• 通过风险价值、压力测试及敏感性分析等其他计量方法进行监测； 

• 按照已批准的风险限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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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流动性及资金风险和负债质量管理 

 

概况 

流动性风险是指缺乏足够财务资源履行到期责任，主要因现金流的时间错配而产生。资

金风险是指无法或只能以过高成本进行融资。流动性及资金风险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负债集中度上升﹑批发或零售存款流失﹑资产负债期限或货币错配程度加剧﹑表外业

务和交易对流动性的需求增加等。 

 

本行流动性及资金风险管理的目标是确保所有正当的资金提取需求，无论是按照合同，

按行为模型的估算，或是因商誉考虑而引起的，都可以及时获得可用的、安全的资金来

源来满足，并确保银行有稳健的融资结构。 

 

治理与组织架构 

本行的财资部门负责流动性及资金风险管理政策和控制措施的实施。流动性及资金风险

管理的要素以健全的风险治理框架为基础，其中两个主要要素是：1）资产负债管理委

员会，负责监测及控制流动性及资金风险；2）年度内部流动性充足评估程序，用于验

证风险承受能力和确定风险偏好。本行定期监测及向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

员会汇报是否遵守流动性及资金管理规定。内部流动性充足评估程序的目标确保本行拥

有稳健的策略、政策、程序及系统，以于适当的时间范围（包括日间）识别、计量、管

理及监控流动性及资金风险。流动性风险及负债质量管理政策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审阅。

如有重大变化，这些政策须提交董事会审核批准。相关重要风险偏好则须每半年提交董

事会批准，董事会对本行能够承担的流动性及资金风险类型及程度承担最终责任。 

 

本行对流动性风险及负债质量管理具体过程包括： 

 

• 遵守银行的相关监管要求； 

• 在各种压力情景下预测未来现金流并考虑所需的优质流动性资产水平； 

• 根据内部要求和监管要求监控流动性和资金风险相关指标； 

• 通过充足的备用方案，维持多渠道的资金来源； 

• 管理定期资金的集中度情况； 

• 管理或有流动性承诺风险； 

• 管理各项债务融资计划； 

• 管理存款集中度情况，以避免过度依赖个别存款，并确保合适的整体资金组合； 

• 制定并执行流动性及资金风险应急计划。这些计划确定了压力情景的早期指标，并

给出了在压力情景下应采取的措施以应对系统性或其他危机，同时尽量减少对银行

的长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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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风险管理流程 

 

流动性及资金风险管理架构是通过一系列广泛的措施来确保本行维持适当的流动性及

资金风险状况，其主要范畴为： 

 

 

• 最低流动性覆盖率要求； 

• 最低净稳定资金比例要求； 

• 内部现金流压力测试指标； 

• 存款集中程度限额； 

• 连续 3 个月及 12 个月的到期批发融资累计限额，涵盖同业存款、非银行金融机构

存款及已发行证券； 

• 内部流动性充足评估程序； 

• 按主要货币计算的流动性覆盖率现金流最低要求； 

• 日间流动性风险； 

• 流动性转移定价； 

• 前瞻性资金风险评估。  

 

在负债质量管理方面，本行力求提高负债的总体稳定性，拓展融资来源结构的多元化，

并提升负债与资产在期限、币种等方面的匹配程度。本行通过监控各项集中度指标及压

力测试，分析正常及压力情景下未来不同时间段的融资需求和来源。本行亦定期对市场

融资成本和能力进行监控和评估。 

 

本行定期执行流动性压力测试以确保有充足的流动性资产以抵御严重且可能发生的流

动性压力情景。 

 

4.4.1 净稳定资金比例：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本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为 131.86%%，可用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32,667,530.08 万元、所需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24,774,729.87 万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为 136.59%，可用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32,092,096.31 万元、所需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23,495,114.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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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操作风险管理 

 

概况 

操作风险是指因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不足或失效或外部事件而妨碍本行达成策略或目

标的风险。将操作风险减至最低是汇丰职员的职责，所有员工均有责任管理其职责范围

内所有业务及运作的操作风险。 

 

汇丰中国通过操作风险管理以达成下列目的： 

• 有效地识别和管理操作风险 

• 将操作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从而帮助银行了解其愿意承受的风险水平 

• 预先洞悉风险并协助管理层掌握管理重点 

 

治理与组织架构 

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有责任将部门的内部风险控制水平保持在与部门运营规

模和性质相匹配的、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他们还负责识别和评估风险，制订控制措

施以及监察该措施的成效。通过使用统一的风险评估方法和系统的操作风险损失报告工

具，有助于各部门负责人履行上述职责。  

 

操作风险及抗逆力风险部通过监督操作风险管理政策的落实来确保银行的操作风险管

理符合本行和监管的要求。操作风险及抗逆力风险部的目标是在增强员工操作风险管理

和内控意识的同时，与其它第二道防线部门(例如合规部、法务部、人力资源部等)一起，

为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操作风险管理提供指导与支持，并进行监督。 

 

关键风险管理流程 

本行使用集中数据库记录操作风险管理程序的结果。各部门将操作风险与控制自我评估

的结果进行记录和保存。业务及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风险控制专员通过监控已记录的

行动计划进度，以纠正不足。为确保操作风险损失得以一致地汇报和监控，各部门对预

期损失净额超过 1 万美元的损失事件，必须单独上报；对损失低于 1 万美元的操作风险

损失事件，进行汇总上报。风险损失登记在集团统一使用的操作风险管理系统内，重大

操作损失事件会被及时上报给高级管理层并报告至风险管理会议。  

 

在此基础之上，本行目前采用的操作风险管理机制和工具主要包括风险与控制自我评估、

操作风险内部事件管理、关键风险指标监测、新产品和服务的风险评估、压力测试等。

与此同时，本行采用专门的操作风险管理系统记录,并管理风险与控制评估的结果、操作

风险损失事件记录和上报,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发现的操作风险问题的跟踪和整改落实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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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抗逆力风险管理  

 

概况 

抗逆力风险是发生持续和重大的运营中断时本行不能向客户、分支机构和合作方提供关

键服务的风险。若对持续和重大的营运中断事件管理不善，会影响： 

• 更大范围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 银行和同业的生存能力 

• 客户访问本行核心服务的能力 

• 客户、股东和监管机构的信任 

 

治理与组织架构 
作为本行简化的非金融风险架构的一部分，抗逆力风险管理强化了对风险管理的有效执

行和监督。我们从以下几个维度评估抗逆力风险： 

• 第三方/供应链 

• 科技和网络安全 

• 数据风险 

• 交易处理风险 

• 人员及实体资产的安全 

• 业务中断和事故风险 

• 楼宇不可用 

• 工作场所安全 

• 变更执行风险 

 

我们优先关注重要风险和有战略性增长的领域。 

 

关键风险管理流程 
运营抗逆力是我们能够预测、防止、适应及响应内部或外部运营干扰事件并总结经验、

保护客户、维护市场秩序和经济稳定的能力。通过评估我们是否能够按预先承诺的水平

持续提供关键的服务，可以确定我们的抗逆能力。我们不可能防止所有的干扰，所以我

们优先致力于不断提高最重要业务服务的应急响应和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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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监管合规风险管理  

 

概况 
监管合规风险是指银行因未能遵守所有相关法律、守则、规则、法规及良好市场惯例准则

的条文和精神，从而导致罚款及处罚，并对银行业务造成损害的风险。 

 

监管合规风险源自银行违反对客户须承担的责任、不当市场行为及违反其他监管许可、准

予及规则。 

 

治理与组织架构 
合规部负责进行独立而客观的监督和质疑，推进合规文化，推动业务部门为客户提供公平

的服务，维护金融市场诚信以及达成集团的策略目标。 
 

本行合规部由汇丰中国副行长兼首席合规官统一领导，下设专业团队，分别为：监管合规

、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合规、工商金融、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合规、分支机构及大湾区合

规、金融犯罪合规以及合规检查，各专业团队向业务和职能部门提供合规支持和建议。同

时，作为集团首席合规官领导下的合规职能的一部分，汇丰中国合规部与区域和集团的合

规团队保持紧密合作。 

 

主要风险管理程序 
本行合规部根据《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的要求，结合集团合规制度和流程制定

本行合规政策，并对现行的合规政策及规程进行定期评估梳理，以确保及时体现内、外

部法规政策等环境的变化。作为第二道防线的风险专家之一，合规部对各项合规政策的

实施提供咨询和指导，并对第一道防线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审查和质疑，任何实际的

或潜在的监管违规均被要求及时识别并上报。如果必要，相关的报告事件应经由管理委

员会之风险管理会议上报至风险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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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金融犯罪风险管理  

 

概况 
金融犯罪合规风险主要指涉及刑事犯罪的违法行为包括：贿赂及腐败，洗钱和恐怖融资，
违反制裁政策，内部欺诈，外部欺诈，逃税等。 
 
治理与组织架构 
汇丰中国遵循汇丰集团的风险管理框架，确保对金融犯罪的管控落实到全行。本行董事会、
风险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风险管理会议监督本行金融犯罪风险的管理和控制。 
 
本行所有有关审查、识别和解决金融犯罪风险的议题以及与洗钱、制裁、贿赂和腐败、逃

税、欺诈等金融犯罪风险相关的事件均纳入风险管理会议进行汇报、审查及管理。 
 

本行金融犯罪合规团队作为合规部的专业团队协助金融犯罪风险的审查、识别和管理。 

 

主要风险管理程序 
本行金融犯罪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贯穿于业务管理流程，使用金融犯罪客户风险评估模型

识别客户及其交易固有的潜在金融犯罪风险标准并进行必要的评测，提高调查和分析能

力，从而能够主动地识别风险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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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声誉风险管理  

 

概况 
声誉风险是指由银行保险机构行为、从业人员行为或外部事件等，导致利益相关方、社会

公众、媒体等对银行保险机构形成负面评价，从而损害其品牌价值，不利其正常经营，甚

至影响到市场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风险。 

 

汇丰中国容许业务活动或往来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声誉风险，但这些风险必须是已经上报到

相应的管理层，经过审慎考量和得以缓释，并确定降至风险偏好文件中规定的风险限额以

内的。 

 

如果对可预见的声誉风险和/或损害未经考量和/或缓释，则汇丰中国对在知晓的情况下从

事的任何这类业务、活动或交往坚持零容忍态度。对于会给汇丰中国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

，不得设置任何阻止充分讨论和上报的障碍。尽管我们的业务活动在各方面都存在一定风

险，但所有业务决策都必须适当考虑对汇丰中国良好名声的潜在危害。 

 

治理与组织架构 
本行充分认识到当前声誉风险所面临的挑战及声誉风险管理对银行的重要性，根据银保监

会《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本行制订了《汇丰中国声誉风险管理政策》，

采用一致的和结构化的方法来管理汇丰中国的声誉风险。 

 

本行强化了公司治理在声誉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明确董事会、监事、高级管理层、各业务

和职能部门、分支机构的职责分工，构建组织健全、职责清晰的声誉风险治理架构和相互

衔接、有效联动的运行机制。本行董事会、监事和高级管理层分别承担声誉风险管理的最

终责任、监督责任和管理责任。每个员工都始终有责任关注可能对汇丰中国声誉造成负面

影响的相关业务、活动和往来。员工必须运用其判断力，来识别、缓释和上报(如适当)声

誉风险。 

 

主要风险管理程序 
基于相关集团政策和本地监管要求，本行建立了声誉风险管理政策及相关机制，以实现

对声誉风险的有效识别、评估、监测及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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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薪酬 

 

(1) 薪酬管理架构及决策程序 

 

为充分发挥薪酬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中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激励

和约束机制，汇丰中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

结合内部制度，经董事会批准制定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薪酬政策》。该薪酬政策

将薪酬体系与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合规状况和风险管理状况关联起来，致力于建立与

汇丰中国战略目标的实施、竞争力提升以及人才吸引、培养、保留、风险控制等相适应

的稳健薪酬管理机制。该政策适用于汇丰中国全体员工。 

 

薪酬委员会 

 

汇丰中国薪酬委员会现由三名成员组成，其中两名为独立董事，一名为非执行董事，主

任委员由独立董事担任。该委员会经董事会授权，负责审查有关汇丰中国及其子公司(如

有)薪酬相关事宜，根据本地法律、法规及市场情况，监督《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薪

酬政策》在汇丰中国的实施，并向董事会就薪酬框架及政策提供建议，以确保其合法合

规，审议任何需向董事会、股东和监管机构报告的薪酬相关重大事宜。 

 

(2) 高级管理层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汇丰中国高级管理层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如下： 

 

王云峰 行长兼行政总裁 

程卓雄 常务副行长兼副行政总裁兼环球银行部总监 

孙文韵 首席财务官(候任)* 

Gayle Helen Lacey 首席风险控制官 

汤颖欣 首席运营官 

马健 副行长兼工商金融部总监 

李惠乾 副行长 

王海宏 副行长兼北京办公室总经理 

张劲秋 副行长兼资本市场及证券服务部联席总监 

徐飞 副行长兼资本市场及证券服务部联席总监 

杨冬晗 副行长兼合规负责人 

陈庆耀 副行长兼大湾区办公室总经理 

孙丹莹 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部总监 

张晨 人力资源部总监 

Stephen James Hurst 行长办公室主任 

Jinru Huang 董事会秘书 

Hao Wang 

姚建波 
内审负责人 
首席法律顾问 

Jianbo Li 首席信息官 

 

*孙文韵女士的首席财务官的任职资格已于2023年2月8日通过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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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薪酬策略 

 

依照集团的薪酬策略指引，汇丰中国制定的薪酬策略旨在吸引、保留并激励优秀员工的

长期职业发展，摒弃诸如性别，种族、年龄、残障或其它与绩效、行为和经验不相关的

因素。该薪酬策略旨在激励认可为了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而致力于本行和汇丰

集团实现可持续发展业绩的员工。 

 

薪酬策略设计主要包括富有竞争力的整体薪酬，涵盖固定薪酬，可变绩效薪酬和员工福

利，该策略需遵循的关键原则和要素包括：(1)符合各方面的绩效和行为表现；(2)合适的

市场定位；(3)遵守法律法规；(4)绩效薪酬的递延和延期追索及扣回；(5)认可和行为调

整。 

 

此外，汇丰中国 2022 年固定薪金的支出符合本行的整体成本费用预算要求，年度绩效

奖金的发放也与 2022 年制定的费用计提标准保持一致，该奖金的确定考虑到一系列因

素，包括财务、风险、市场水平等，以确保薪酬激励水平与风险管控水平保持一致并且

符合汇丰集团的长期战略。该绩效奖金发放方案已分别得到了汇丰中国薪酬委员会和董

事会的批准。 

 

(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根据上述汇丰中国薪酬框架，汇丰中国于 2022 年向高级管理层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支

付的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1.45 亿元。 

 

2022 年，汇丰中国向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支付的董事费共计人民币 225.6 万元。除此

之外，本行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未从汇丰中国领取其它薪酬和福利。2022 年度，本行

监事未在汇丰中国领取监事费或其他薪酬和福利。 

 

(5) 薪酬递延支付和非现金薪酬情况，包括因故扣回的情况 

 

2022 年度，汇丰中国有 155 位员工过往年度的递延绩效薪酬获得支付，总额人民币 4,979

万元，其中支付高级管理层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人民币 1,855 万元。有 39 位员工因离职

取消递延绩效薪酬或因违规违纪等情形追索扣回其相应期限内的部分或全部可变绩效

薪酬，涉及股份数 49,882 股和金额人民币 122 万元。2022 年未发生因故调整已授予但

尚未归属的递延可变绩效薪酬或扣回已归属或已经支付的递延可变绩效薪酬案例。 

 

2022 绩效年度可变绩效薪酬的授予亦遵循上述递延规定，汇丰中国共计有 273 位员工

的可变绩效薪酬达到递延要求，他们 60%的绩效薪酬在 2023 年 3 月发放，而其余 40%

将按照汇丰中国递延支付政策循序发放。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 24 

 

(6) 年度薪酬方案制定、备案及经济、风险和社会责任指标完成情况 

 

汇丰中国 2022 年年度薪酬方案已通过董事会审批和监管备案。2022 年利润总额达到预

算要求，得益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及对营业成本的有效控制。资本充足率、贷款覆盖率、

拨备覆盖率及杠杆率均有效控制在最低监管指标要求之上，不良贷款率符合本行风险偏

好及容忍度要求。同时，汇丰中国也高度重视案防工作，将案件风险作为全行的一项重

要风险进行管控。2022 年未发生案件或案件风险事件。汇丰中国视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

为自身的核心价值之一，努力倡导和推行绿色信贷政策，致力于通过信贷等金融工具，

支持客户节约资源，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向客户和业绩倡导社会责任意识。2022

年本行绿色信贷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
中国上海
客户服务热线及投诉电话: 
[86] (21) 95366（24小时，周一至周日）
www.hsbc.com.cn




